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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上海 11 月 29 日电 （记 者王春）“ 待

嫁 ”多 年 后 ，国 产 支 线 飞 机 ARJ21-700 终 于 走 上 了

红 毯 ，举 办 了 一 场 蓝 天 上 的 婚 礼 。 29 日 ，ARJ21 新

支线飞机正式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并从上海飞往

成 都 。 ARJ21 项 目 12 年 的 研 制 之 路 画 上 了 句 号 。

这 是 继 11 月 2 日 C919 大 型 客 机 总 装 下 线 后 ，我 国

航空工业又一重大突破。

“阿娇”是国人对国产喷气支线客机 ARJ21-700

的爱称。ARJ21 新支线飞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民

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

涡扇支线飞机，包括基本型、货运型和公务机型等

系 列 型 号 ，座 级 78—90 座 ，航 程 2225—3700 公 里 ，

主 要 用 于 满 足 从 中 心 城 市 向 周 边 中 小 城 市 辐 射 型

航 线 的 使 用 要 求 。 此 次 成 都 航 空 选 择 的 全 部 都 是

ARJ21-700 加 大 航 程 型 ，座 位 都 是 90 座 ，这 样 就 可

以很好满足我国西部支线航空市场需求。

在 现 场 ，飞 机 交 接 仪 式 更 像 是 一 场 世 纪 婚

礼 ，ARJ21 的 娘 家 就 是 中 国 商 飞 ，迎 亲 的 婆 家 则 是

2010 年 成 立 的 成 都 航 空 。 ARJ21-700 今 天“ 出

嫁 ”，不 仅 标 志 着 国 内 航 线 将 首 次 拥 有 自 己 的 喷

气 式 支 线 客 机 ，更 标 志 着 我 国 走 完 了 喷 气 式 支 线

客 机 设 计 、试 制 、试 验 、试 飞 、取 证 、生 产 、交 付 全

过 程 ，具 备 了 喷 气 式 支 线 客 机 的 研 制 能 力 和 适 航

审 定 能 力 。

据悉，首架交付成都航空的是 ARJ21 第 106 架机，

为 90 座的全经济舱型飞机。根据计划，2016 年底之

前，将有 5 架 ARJ21 飞机完成交付，其中 2 架为 90 座

级 ，3 架 为 78 座 级 。 预 计 在 5—6 年 内 将 完 成 30 架

ARJ21 飞机的交付。初期 ARJ21 将投放北京、上海、广

州等航线，以发达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为主。ARJ21

飞机接收后，成都航空将空载试运营三个月，之后，在

明年 2 月 28 日会正式载客示范运营。

首架国产支线客机 ARJ21交付用户
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喷气式支线客机研制和适航审定能力

研制一架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型涡扇支线飞

机，实现商业上的成功，为

C919 国产大型客机项目的

顺利推进开辟道路，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商飞

总装制造中心数控机加车

间高级钳工胡双钱激动地

说：“作为国产飞机大家族

中 的 一 员 ，今 天‘ 阿 娇 ’出

嫁，就犹如自己的孩子出嫁

了，希望它走上工作岗位，

为人类作出贡献。”

胡双钱已经在中国民

用航空工业生产一线工作

了 35年，他曾参与并见证了

运 10 飞机的研制和首飞。

“运 10”下马后，上海飞机制

造厂总装车间里，承揽的是

乡镇企业的零活，造飞机的

工人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还

为了生存改装汽车、生产电

风扇。但无论多么艰难坎

坷，他相信大飞机会再次起

航。2002 年 4 月国家批准

立项 ARJ21 项目，他再次加

入了大飞机事业。

研发初期，民机研制的

技术问题首当其冲。西安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 司 、第 一 飞 机 设 计 研 究

院 、中 国 飞 行 试 验 设 计 研

究院共同完成的一份资料

说，当时，我国飞机设计水

平 与 国 际 水 平 相 差 约 20

年；在飞机制造技术方面，

与世界飞机制造加工基地

相差 10 年至 20 年，数控效

率只有波音的 1/8。

研制过程异常艰难，一

些 零 件 还 出 现 返 工 的 现

象。“在 ARJ21-700 飞机的

设计制造过程中，我们对飞

机假设的所有失效状态都

用工程分析的方法进行了

评估，小到飞机的每一根导线、每一条管路以及每一个

接插件，大到飞机的每个系统，以及系统综合后的整架

飞机，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安全性评估体系，这在国内商

用飞机的研制中尚属首次。”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飞机

可靠性安全性专业飞机设计师郭强介绍说，“所有这些

方法的探索与建立，都是从 ARJ21这架飞机开始的。”

对于一款新机型尤其是国产飞机来说，投入运

营后最可能的担心就是消费者对安全的疑虑。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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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ARJ21停靠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当日，以中国商飞公司为主制造商的我国ARJ21新支线飞机正式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 新华社记者 裴鑫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莉）11 月 27 日，由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的 2015年中国科技传

播论坛在京召开。“讯飞杯”首届科技传播奖

在论坛上举行了颁奖仪式。本报总编辑刘亚

东获奖。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走近科学》栏目、

光明网科普事业部、中国科学报社总编室采

访部和山东科技报社被评为优秀团体；原武

汉电视台《科技之光》主编赵致真、原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孙宝寅被评为优秀个

人（突出成就奖）；新华社国内部李斌、科技日

报社刘亚东、湖南科技报社傅爱军、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刘志军、人民日报社经济社会部蒋

建科、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我爱发明》栏目

王宁被评为优秀个人。

“科技传播奖”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创

办，是科技新闻传播领域的重大奖项，包括人

物奖和作品奖，每年评选一次，今年评选优秀

人物奖，以表彰奖励在我国科技新闻传播领

域中作出突出贡献者。

“讯飞杯”首届科技传播奖颁发
人们一提到机器人产业，想到的就是机

器人“替代”人，然而在机器人专家席宁看来，

这个观点并不全面。他认为，机器人的应用

实际上是对人的能力的一种拓展。日前，特

别从美国赶回国参加刚刚落下帷幕的机器人

大会的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电气及计算机工

程系杰出教授、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席宁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继汽车工业之后，新药开发

将成为下一个机器人进军的工业领域。”

“机器人最开始出现的时候，主要目的是

代替人完成那些重复性的、人不愿意做的工

作。然而伴随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

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的发展，机器人可以扩展出人所没有的能

力，可以帮助人类做一些自身做不了的工作。”

席宁告诉记者，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动力

来自新技术的推动和新应用的拉动，其中，纳

米机器人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将成为下一

个爆点。

“机器人技术最成功的应用领域是制造

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90%的工业机器人都

用于汽车制造的过程。而生物医药领域的产

值远大于汽车行业，但是在新药开发的过程

中，很多过程都是人工的。”席宁说，“装配汽

车一般的技术工人就可以，而新药开发对从

业人员的要求很高，开发成本也就很高。因

此，将新药开发的过程自动化十分重要。”

“目前新药开发的自动化程度很低，潜在

的价值空间很大，如果能够成功地把机器人

和自动化用于新药开发，产生像今天汽车工

业这么大的应用，能够创造五六千亿的价

值。”席宁说。

据他介绍，现在开发出一个新药要 10—

15 年的时间，要花 10—15 亿美元。目前全球

最大的以研发为基础的生物制药公司辉瑞公

司每年也只能开发出 1—2 个新药来，且花费

不菲。而现实是，人类仍然不断出现新的疾

病。“病越来越多，研发药物的费用越来越高，

出现的新药相对越来越少，这是人类面临的

巨大挑战。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把

新药开发的过程自动化，这样带来的效益和

社会价值将非常高。”席宁说。

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市场机遇，但席宁表

示将机器人用于新药开发领域的问题和挑战

也十分艰巨。“比如科学家还需要解决在生理

环境中的传感和感知的问题。”他说，“在新药

开发中，测量药效是一个感知的过程。另外

控制问题也很重要——汽车里面的零件都是

人设计的，尺寸都一样，有误差但是很小，是

一个结构性的环境，对机器人做高速重复性

工作是很有利的。但是在新药开发的过程中

要在细胞上试验，每一个细胞的形状都不相

同，位置也不一样，是非结构性的环境，如何

在这样环境中准确地控制机器人，是成功将

机器人用于新药开发的重要技术问题。”

“纳米机器人可以在微小的环境中进行感

知和控制，可以克服由于尺度、环境给人带来

的困难，然后进行操作和控制。使人类在我们

看不到的空间里有所作为。”席宁说，“机器人

除了代替人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有广泛的应

用以外，我们再走一步，在我们看不到、摸不着

的环境里，机器人同样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创

造很大的价值，为人类作出很大的贡献。”

令席宁感到欣慰的是，随着机器人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在新药开发中，微纳米机器人

正逐渐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我国在纳米

机器人的研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据了

解，在席宁的直接领导下，中科院沈阳自动化

所几年前成立了纳米机器人研究团队和实验

室，并和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及军事医

学科学院合作开展了纳米机器人在新药开发

中的应用。 （下转第三版）

机器人将进军新药开发领域
——专访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电气及计算机工程系教授席宁

本报记者 刘晓莹

我国首架自主研制的喷气式支线客机ARJ21-700

于 11月 29日正式交付运营。这是中国商飞进入民机

市场的第一个主打产品，堪称中国民机产业的开路先

锋。迈出此步殊为不易，这对加快中国民机发展，提

升巿场竞争力，乃至带动众多领域高技术产业和诸多

基础学科的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深远

的意义。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涡扇支线飞机，并

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商业上的成功，是我国航空工业、

民航业几代人的梦想。航空人为此进行了长期、艰苦

的努力和探索，希望找到一条发展民机产业的正确道

路。从上世纪 70年代自主研制的运 10飞机到上世纪

80年代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组装 MD82飞机，从

中德合作发展的 MPC75支线项目到上世纪 90年代原

中航总提出发展中国民机产业三步走的设想，与麦道

合作开展 MD90干线项目，与空客合作发展 AE100 项

目……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尝试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先发展干线飞机还是支线飞机，以我为主还是国际合

作，如何组织研发队伍，诸如此类问题一度困扰着中

国民机产业的发展。

当时，我国航空界、科技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

这样的大国一定要有自主的航空工业。航空工业

完全具备高技术的特点，即综合性、前沿性、发展

性、实践性和经济性，然而它在国民经济序列中却

为“民用”，属常规技术产业，没有在国家级的高技

术项目里体现。他们还意识到，我国航空工业经过

50 余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一套飞机研制、生产体

系。这一体系的发展、完善、提高，进而形成产业，

不可能通过单纯的仿制和零部件转包生产来完成，

必须通过走一个飞机研发生产和销售运营的全过

程，形成自主发展的体系，才能实现。错过发展机

遇，将永远受制于人。

而从那一时期国际国内市场情况分析看，虽然大

型飞机市场已经被实力强大的波音和空客公司垄断，

但支线飞机市场需求量正在快速增长，国际生产制造

厂商的产业垄断现象不像干线飞机那么明显，但竞争

也已十分激烈。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

的需要，支线飞机的国内市场需求量正逐步上升，这

为我国自主发展支线飞机产业提供了市场基础和发

展空间。同时社会各界也呼吁，应抓住市场机遇，发

展民用支线飞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民机产业的发展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

视。2000 年 2 月，国务院领导同志明确指出，要按市

场机制发展民机；支线航空发展迫在眉睫，要集中力

量攻克支线飞机，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具备先进

水平的新型涡扇支线飞机。2001 年 3 月全国人大九

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将新型涡扇喷气

支线飞机项目列为国家十二大高技术工程之一。

可以说，自行研制 ARJ21新支线飞机是中国进一

步扩大改革开放，加快民机产业发展，融入世界民机

发展潮流的一个缩影。 （下转第三版）

喜看国产民机翱翔蓝天
本报评论员

11 月 30 日，数万人

从各自国家抵达巴黎。

即将在此召开的为期 12

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

方大会，计划达成一项新

的全球气候协议，为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做出安排。

从 1997 年 签 订《京

都议定书》开始，各国就

同 意 应 对 气 候 变 暖 威

胁，少烧煤、石油和天然

气，但谁应为全球环境

在经济上做出更大的牺

牲，历次谈判过程都异

常 艰 苦 ，难 以 达 成 一

致。尤其是自 2009 年哥

本哈根会议以来，气候

谈 判 经 历 了 数 年 的 低

谷。哥本哈根会议结束

时呼啸而至的那一场暴

风雪，6 年来一直冰冻着

人们的信心。

巴黎气候大会将为

今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带

来什么成果？要想达成

目标，还有哪些障碍需

要 逾 越 ？ 有 观 察 者 认

为，随着中国和美国两

个头号排放国主动做出

承诺，巴黎不会再有哥

本哈根的“风雪”。

中美态度
积极，铺平巴
黎之路

去年 11 月，中美两

国发布《中美气候变化

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

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和目标。今年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访 美 期

间，双方再次发表《中美

元 首 气 候 变 化 联 合 声

明》，体现了两国就联合

国气候变化巴黎会议所

涉重点问题达成的一系

列共识。

中国宣布二氧化碳

排 放 将 在 2030 年 达 到

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且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

比 20%左右。美国也做出了相应的积极承诺。

正 因 为 如 此 ，巴 黎 大 会 前 各 方 普 遍 乐 观 。

为了防止哥本哈根僵局再现，中美近年来一直

在改进磋商机制，其他的国家和集团也都在积

极努力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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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专题报道

控制碳排放 造福全人类
（详见今日2版）

科技日报巴黎 11月 29日电 （记者王
江 李宏策）国家主席习近平 29 日抵达法国

首都巴黎，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奥朗德和气

候变化巴黎大会主席法比尤斯邀请，出席气

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

当地时间下午 3时 30分许，习近平乘坐

的专机抵达巴黎奥利国际机场。习近平和

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受到法国政府高级官

员热情迎接。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

机抵达。

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也到机场迎接。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全称是《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暨

《京都议定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将于 11

月 30日至 12月 11日在巴黎举行。

在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后，

习近平还将对津巴布韦和南非进行国事访

问，并赴南非约翰内斯堡主持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

新华社北京11月 29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 29 日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法兰西共和

国总统奥朗德和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主席法

比尤斯邀请，赴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

开幕活动；应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穆加贝邀

请，对津巴布韦进行国事访问；应南非共和

国总统祖马邀请，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并

赴约翰内斯堡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

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

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国

务委员杨洁篪等。

习近平抵达巴黎出席气候变化大会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9日电 （记者马爱
平 刘岁晗）“11 月 18 日我们刚刚批复了《京

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2014—2020

年）》（下称《规划》），基本任务共有八项。”在

京津冀协同创新与交通一体化高层论坛上，

作为《规划》起草组负责人，国家发改委基础

产业司副司长任虹如是说。

29日，本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召开“京

津冀协同创新与交通一体化高层论坛暨轨道

交通互联互通座谈会”。 （下转第三版）

专家热议京津冀协同创新与交通一体化


